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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是第 20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我区将紧扣主题，

着眼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应急管理、安全生产

以及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开展集中学习、“五

进”宣传、经验推广、现场咨询、预案演练等既有声势

又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

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相关重要论述。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学习《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发放相关折页、海报等宣

传资料。

2.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牢牢把握松江区

正在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这一契机，广泛开展

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工作。联合区教育局，开展主题

为“绘出你心中的安全城市”安全进校园活动。发放

“五进”宣传折页、海报、展板等宣传资料。

3. 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战”专题宣传活动。

结合总工会“安康杯”竞赛相关工作，广泛发动企业职

工开展“安全红袖章”“事故隐患大扫除”等行动，对事

故易发多发、易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点环节进行全面细

致的自查自纠，强化源头治理。

4. 分级分层组织“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通过设立1个主会场+4个分会场，以直播形式开展区

级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积极组织职工参与第五届

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竞赛及在“茸城应急”微信公众

号上开展的安全生产月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

5.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与本市、本区各类媒

体加强合作，加大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领域内的新闻

宣传力度。采取观看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等方式，以

案说法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6.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围绕安全生产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以作业岗位为重

点的应急处置演练；在人员密集场所、大型活动组织

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提升从业人员和

广大市民的逃生自救能力和安全意识。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松江区第20个“安全生产月”（2021年6月1日-6月30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1.强化红线意识，实施安全发展战略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发展决不

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绝不要带血的

GDP。城镇发展规划以及开发区、工业园的规划、设

计和建设，都要遵循“安全第一”方针。把安全生产与

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

安全发展水平。

2.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安全生产工作不仅政府要抓，党委也要抓。党委

要管大事，发展是大事，安全生产也是大事，没有安全

发展就不能实现科学发展。要抓紧建立健全“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做

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

3.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善

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做到安全

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

位。特别是中央企业一定要提高管理水平，给全国企

业作表率。

4.加快安全监管方面改革创新

要加大安全生产指标考核权重，实行安全生产和

重大事故风险“一票否决”。加快安全生产法治化进

程，严肃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采用“四不两直”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

奔基层、直插现场）方式暗查暗访，建立安全生产检查

工作责任制，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

5.全面构建长效机制

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建立长效机

制，坚持“常、长”二字，经常、长期抓下去。要做到警钟长

鸣，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做到“一厂出事故、

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要建立隐患排

查治理、风险预防控制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

6.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领导干部不要幻想当

太平官，要居安思危、临事而惧，有睡不着觉、半夜惊

醒的压力。坚持命字在心、严字当头、敢抓敢管、勇于

负责，不可有丝毫懈怠、半点疏忽。

松江区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

“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天热对于爱出汗的人来说很尴尬，尤其有些人出汗后汗味

特别明显，还总有黏腻的感觉，怎么办呢？

中医认为，“阳加于阴”谓之汗，人体在运动、情绪紧张及外

界环境炎热的情况会出汗，并且汗质清晰、无异味。然而当人体

内部出现湿热时，其汗液多质黄黏稠，且会出现明显的腥臭味。

这是因为，湿热是人体水液代谢异常，留于体内，而后郁久化热

所形成。当受到阳气蒸腾时化为汗液，自然会伴有异味，多源于

其久留于体内热蕴导致。

湿热的产生与脾胃关系尤为密切。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

饮食多肥甘厚味、爱吃生冷，容易损伤脾胃；或因生活节奏快、工

作生活压力大，易情志内伤、肝气郁滞、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

谷不化，酿湿生热。

对于因湿热而导致汗有异味，其治疗方法在于祛其湿、除其

热，以清热化湿为主，给邪以出路。可在医生指导下内服三仁汤

加减、温胆汤加减，以起清热利湿之效；也可用六一散外涂于颈

脖、双腋、阴部。爱出汗的人，饮食要清淡，可适当多吃点黄瓜、

西瓜、冬瓜、红豆、薏米。 摘自《生命时报》

又到了吃桃子和西瓜的季节了，在炎热的夏

季，吃个爽口的西瓜和桃子真是让人觉得美滋滋

的。不过，最近朋友圈又出谣言，内容指出：“千万

记住桃子和西瓜不能一起吃，会产生剧毒”。

这是真的吗？西瓜与桃子到底能不能同时食

用呢？在食用这些水果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又

有哪些食物不能同时食用？

西瓜和桃子同食会中毒？这是一条彻头彻尾

的谣言！

许多人都发现自己曾有过西瓜与桃子同时食

用的经历，但是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

其实，从食品成分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条绝

对的谣言。西瓜和桃子都含有丰富的水、碳水化

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等，但其成分中都不含对

人体有害的物质，两者也不存在任何反应后会产

生剧毒的物质。

因此二者同吃，不存在产生剧毒致人死亡的

可能。

这一谣言从何而来？

可能因为夏季天气炎热，许多人为追求口感

的清爽，将西瓜与桃子冷藏后再食用。

冷藏后的西瓜和桃子对脾胃的刺激很大，易

引起腹胀、腹泻，从而让人产生“中毒”的错觉。

此外，桃子中糖分高，常温下储存极易发生腐烂

变质。而西瓜中含有大量水分，许多人在吃不完一

个西瓜的情况下，会将其余的西瓜放入冰箱储存，若

储存不当，也易造成西瓜中的细菌滋生。若食用了

此类变质的西瓜、桃子，也很容易造成身体不适。

如果食用了西瓜和桃子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

症状，那并非是它们本身的错误，可能是你的肠胃

太过脆弱。

食用西瓜和桃子时应该注意什么？

尽管这两种水果可以同时食用，但是都不宜

多吃。

桃子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及胶质物质，少量

食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但如果吃的太多，容易给

肠胃造成累赘，导致肚子痛、拉肚子，因此最好不要

过多食用。西瓜吃太多也容易引起腹泻。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日的水果

摄入量在 250～400克之间最为适宜，切不可一次

大量食用。

糖尿病患者慎食。这两种水果的糖分都较

高，也不适宜糖尿病患者过度食用，并应该在控量

的同时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过敏者慎食。少部分人对桃子过敏，却由于

症状较轻而不自知。桃子过敏轻则会导致嘴角发

红、脱皮、瘙痒，重则会引发休克。对桃子过敏的

人群，在发现轻度过敏时，应停止食用，并用清水

冲洗脸部、手部。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则应立即去

医院就医。

总体来说，大多数的食物都不存在“相克”现象，

有些人食用后出现不适的症状，绝大部分是由于食

物变质或者错误的食用方式导致的肠胃不适。而对

于少量的确存在相克成分的食物，一起食用是否会

导致中毒，关键还是要看食用的剂量，正常情况下食

用并不会导致人体中毒。 摘自新浪网

随着天气变暖，各种蚊虫也活跃起来。许多小虫尤其是飞

蛾、蚊子、蟑螂等，很容易趁人们晚上熟睡时，跑入人的耳朵里。

那么小虫入耳该怎么办？

可先溺死虫子再取出

如遇小虫钻入耳内不要慌张，千万不能用手去掏，以免虫子

往耳朵深处钻，进一步增加痛苦，也容易使鼓膜受到伤害。正确

应急处理是首先用酒精或者麻醉药物把虫子麻醉溺死，让它不

再挣扎，以免进一步伤害耳道。如果没有酒精也可用油，将食用

油或甘油等滴剂滴到耳内，过2-3分钟后等虫子溺死之后，把头

歪向患侧，小虫就可能会随着油淌出来。如果是大的虫子卡在

耳道内不容易出来的，还是要尽快到医院求助取出，因为死的虫

子在耳朵内时间长了同样会造成危险。取出虫子后，还要检查

耳道及鼓膜有没有损伤。

手电筒照要慎用

坊间传说若有虫子入耳，可用手电筒照。这个方法有用

吗？不同虫子不同方法。若是喜光的小飞虫如飞蛾、蚊子等进

入耳道，可以到暗处用手电筒照着有虫子的耳道，虫子见光后就

可能飞出来。但如果是蟑螂等怕光的虫子，则可能会适得其

反。因此若不能确定入耳虫子的类别，这种方法不建议反复进

行。采用耳内滴油更为稳妥。

以上方法供紧急时采用，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如果虫子没有

出来或者无法确定是否耳道内有虫子，都要尽快到医院找医生

检查处理。 摘自《羊城晚报》

生活中，很多人饭后愿意用牙签剔剔牙，去除

口腔内的残留物。然而，牙线却没那么受宠，不少

人觉得经常使用牙线，会使牙缝变大，真的是这样

吗？口腔科医生再也看不下去了：错，让牙缝变

大、牙齿松动的是牙签！刷完牙，别忘了再用牙线

“搓个背”。

受人喜爱的牙签，体积大、顶端尖锐且坚硬，

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牙龈组织，并且对牙齿间的

菌斑去除效果也很差，长期使用不仅不利于牙龈

牙齿健康，还有可能会增大牙缝，造成塞食物现象

加重。

而牙线则不然，牙线可以轻松进入牙齿之间

的缝隙，只要我们在使用时控制好力度，且顺应牙

齿的外形，紧贴牙面去清洁，牙线能快速将我们牙

缝中的异物清洁干净。

为什么还要再用牙线？又是因为牙菌斑！

对，又是牙菌斑。牙菌斑是引起常见口腔疾病的

根本元凶。

牙菌斑又称牙菌斑生物膜，其主要成分是口

腔内的细菌以及细菌的代谢物和食物残渣等，可

以附着于我们的牙齿表面、口腔内的软组织及各

种修复体上。如果让牙菌斑长期附着，则会引起

临床中最常见的龋病（即蛀牙）、牙龈炎、牙周炎

等等。

龋病会让牙齿出现大洞，而牙龈炎、牙周炎则

会导致牙龈红肿出血、牙齿间缝隙增大甚至牙齿

松动脱落。

目前实验发现，最有效的去除菌斑的方法就

是刷牙，用牙线、牙缝刷以及漱口。

常规每天两次的刷牙仅能去除 40%至 60%的

牙菌斑，同样的前提条件，如果结合了漱口水、牙

线、牙缝刷等辅助清洁手段，则可达到90%左右的

清洁效果。

正确的刷牙方法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

就来说说如何正确使用牙线。

无论您选用的是成盒的散装牙线还是成品的

牙线弓，握持并绷紧牙线后，平行于牙缝放置牙

线，牙线都可以轻松地进入牙齿间隙。

拉锯式轻轻将牙线放到清洁的目标位置后，

紧贴一侧牙面，轻力向上提起，上提时也尽量保持

牙线贴紧牙面，提出后，同一位置再次放入牙线，

使其贴住另外一侧牙面，再次上提，重复这一步骤

直至牙缝清洁完成。

最后，建议您进食完毕后通过清水漱口的方

式去除大块的食物残渣及软垢，之后再辅助以牙

线、牙缝刷等，有效清洁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细小软

垢，健康口腔，还您自信微笑。摘自《北京青年报》

西瓜和桃一起吃会中毒？

牙线能让牙缝变大？错！是牙签干的

蚊虫入耳怎么办？

夏天爱出臭汗
可能是体内过于湿热


